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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障兒教養面面觀 
孩子為什麼交不到朋友 
 
文／呂偉白 
 
小偉上國小的時候，媽媽花了許多時間和心力幫助他提升課業能力，到了國

中，媽媽發現除了課業外，小偉還遭遇到社交困難。小偉單純、善良，但是沒有

朋友。在家裡，從來沒有同學打電話找小偉聊天；在學校，老師說小偉獨來獨往。

如何才能讓小偉有正常的社交生活呢？身為學障兒的家長，媽媽面對著一個新的

課題。 
 
缺乏自信 溝通能力不佳 
造成交友及社交困難 
  
學習障礙的孩子在不同的階段有不同的問題需要師長的協助。小偉所遭遇的

社交問題是許多學習障礙孩子共同面對的問題。究竟是因為成績低落讓他們交不

到朋友，還是學習障礙的一些特質讓他們有社交上的困難？恐怕兩者都是因素之

一。 
  
在臺灣極度重視課業成績的學習環境下，學科成績不好的孩子往往受到老師

和同儕的冷落。一般說來，老師不喜歡的學生較難受到其他學生的歡迎，這使得

學習障礙的孩子到了青少年期，自信心普遍低於一般學生。 
  
除了上面所說的外在因素外，學習障礙學生一些內在能力的困難，也影響到

他們的交友能力。研究顯示，許多學習障礙的學生還同時兼有語言和非語言溝通

能力的困難。這樣的困難在小學階段還不大明顯，但是到了青少年時期需要更精

緻的溝通技巧時，問題就比較明顯了。 
 
兼顧課業和心理建設 
加入社團 拓展交友圈 
  
許多學習障礙的孩子缺乏語言溝通技巧，譬如聽不懂對話中的隱喻、雙關

語，或是流行語，因此造成互動上的問題。除了口語的能力外，臉部表情、肢體

動作的解讀在溝通上也占很重要的角色。常常有家長抱怨，學習障礙的孩子不會

看臉色，或在不對的場合說錯話，成為不受歡迎的人物。 
  



究竟是什麼原因造成這些孩子在語言和非語言溝通能力上的問題呢？雖然

目前還找不到答案，但是可以確定的是，家庭在幫助孩子建立自信、提升溝通能

力，以及改善人際關係上占很重要的角色。 
  
要幫助青少年期的孩子建立自信，課業上的輔導必須持續進行。在學校裡，

許多國中都設有資源班幫助有特殊需求的學習障礙孩子。此外，非學業的能力對

於孩子自信心的建立也很重要，參加一些運動、活動，或是加入學校的合唱團，

都可以擴展他們的交友範圍。孩子對自己的了解也有助於自信心的建立，國中雖

然有吃重的課業壓力，家長必須要同時兼顧到學障孩子的心理建設，協助孩子知

道自己的長處和短處，幫助他們漸漸規畫未來的生涯。 
 
以情境學習方式  
練習互動應對 
  
一般說來，在家裡和父母互動好的孩子，在學校裡也較受歡迎；如果父母屬

於獨裁、冷漠型，孩子在學校裡和同學的互動也較差。在幼年時，父母花比較多

的時間和他們遊戲和說話的孩子，長大時也會以同樣的態度和朋友交往。因此，

即使學習障礙的孩子在先天上可能有溝通不利上的問題，如果家長能夠提供良好

的互動模式，對孩子社交能力的培養還是有很大的助益。 
  
如果孩子已經出現溝通上的問題，有一個策略可以訓練孩子用比較恰當的方

式和他人互動。這個策略有四個步驟：停一停、想一下、選一個、試一下。當孩

子碰到溝通上的難題時，先冷靜下來，想一下有什麼解決的方法，選一個最恰當

的方法，然後試一下。這可以減少孩子看錯臉色、說錯話而造成不必要的衝突。

有時可以用一些假設的情境，讓孩子在家裡重複演練適當的應對。為了替孩子製

造社交的機會，家長也可以利用生日或節慶的場合邀一些同學來家裡。 
  
幫助學障兒是一項長期抗戰，不同的階段需要運用不同的策略，陪伴他們度

過難關。 
 
家有特殊兒 
接受孩子的不一樣 
 
文／劉碧玲 
 

不曉得為什麼，我們老是怕和大家不一樣，偏偏智能不足的孩子，不只智力

和大家不一樣，許多行為和思考模式也和大家不一樣，如果我們不能有「不一樣，

不代表不好，不代表錯誤」的觀念，為人父母者往往陷於孩子和別人不一樣，要



讓他和別人一樣的情緒當中，親子關係因而緊張。 
  
記得女兒小時候迷上把紙撕成小碎片丟在桌上，撿起來再丟一次，幾次後就

把小碎片撥到地上，然後再撕一小碎片，一切重新開始。 
  
頭一次看到她這個行為完全無法理解，極力想改掉她的壞毛病，用盡方法，

結果都無效。後來我轉個念頭想，只因為我們從沒有這種行為，就把她獨有的行

為說成「壞毛病」，是不是太自以為是？她的撕紙和丟紙行為，到底危害她的健

康了嗎？沒有。會造成別人的困擾嗎？是的，有一點。這種困擾能不能解決？可

以。於是我幫她解決了所有問題，現在「丟丟丟」（這是她自己取的名稱）成為

她的休閒娛樂之一。 
  
如同有的孩子集郵，有的孩子收集貼紙，有的孩子喜歡石頭，有的孩子打電

動，都是一種休閒娛樂；智能不足的孩子休閒娛樂本就很狹隘，因為智能的關係，

做不來太複雜的事物，所以女兒自創一個自娛的方式，我又何必以和我們不一樣

來否定她呢？ 
  
智能不足的孩子使用日常生活用品的方式也和我們不一樣，如果不幫他們想

辦法克服，有些產品他們是操作不來的。 
  
搬家以前，我們家音響放在客廳，幾乎是女兒一人在使用，教過她好多次如

何放 CD，按什麼鈕可以聽唱歌，她一直都學得不大好，只見她像瞎貓碰死耗子，

全憑運氣操作音響，沒音樂，她就要別人幫她忙。搬家後，音響放她房間，真的

是換了地方換了腦袋，她完全不會使用這臺舊音響，整天聽她找人放音樂。這時

候我才意識到事情有點麻煩了，簡單學得來的事，一定要讓她學會，什麼都靠別

人是不行的。 
  
以前試過用 123順序法教她，1是打開門放 CD，2是 play，3是 stop。效果

不好，當一片沒聽完要換新的一片就出問題了，先按 3再從 1開始，這個步驟她
老是弄不清楚。如果按鈕轉換成口語化文字呢？用她能懂的意思和文字，是不是

她就會使用音響了？ 
  
她知道要聽 CD，第一個動作是按下 power，所以這個鈕就不再貼任何文字。

我在 CD唱盤上打開和關上按鈕上寫著「換一片」，解決她聽完一片不會換片的

困擾。接著在 play的按鈕上寫著「唱歌」，於是她知道音響會唱歌，要按這個。
如果不想聽了呢？我在 stop的鈕上面寫著「不想聽」。把幾個操作步驟以更貼近

她明白的文字方式寫上，居然讓她從此想聽音樂就有音樂，再不用求任何人，女

兒日子過得更自在、更有自主性。 



  
智能不足的孩子，本來解決問題的能力就不足，他的行事風格有許多與我們

不一樣的地方，作為他們的父母，不要老是想：孩子，為什麼你不會？多想想：

孩子，我要怎樣才能把你教會？ 
 


